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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10210:2012《塑料 材料生物分解试验用样品制备方法》。
与本标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2035—2008 塑料术语及定义(ISO472:1999,IDT);
———GB/T19276.1—2003 水性培养液中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定密闭呼

吸计中需氧量的方法(ISO14851:1999,IDT);
———GB/T19276.2—2003 水性培养液中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定释放的

二氧化碳的方法(ISO14852:1999,IDT);
———GB/T32106—2015 塑料 在水性培养液中最终厌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通过测量生物

气体产物的方法(ISO14853:2005,IDT);
———GB/T19277.1—2011 受控堆肥条件下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定释放

的二氧化碳的方法 第1部分:通用方法(ISO14855-1:1999,IDT);
———GB/T19277.2—2013 受控堆肥条件下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定释放

的二氧化碳的方法 第2部分:用重量分析法测定实验室条件下二氧化碳的释放量

(ISO14855-2:2007,IDT);
———GB/T33797—2017 塑料 在高固体份堆肥条件下最终厌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分

析测定释放生物气体的方法(ISO15985:2014,IDT);
———GB/T28206—2011 可堆肥塑料技术要求(ISO17088:2008,IDT);
———GB/T22047—2008 土壤中塑料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定密闭呼吸计

中需氧量或测定释放的二氧化碳的方法(ISO17556:2003,IDT)。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附录D增加了与ISO标准对应的国家标准编号。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全国生物基材料及降解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80)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工商大学、浙江钧科新材料有限公司、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五瑞

生物降解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彤程化学(中国)有限公司、国家塑料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敏、胡晶、李字义、陈小杰、周义刚、陈昌平、赵燕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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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塑料回收技术包括材料回收再利用、有机物质回收再利用和能量回收。使用生物分解塑料是有机

回收再利用方面最有价值的回收途径之一。
一些测定塑料材料在水介质、活性污泥、堆肥、消化污泥和土壤中的最终有氧和厌氧生物分解性能

的国际标准已经发布。这些标准包括ISO14851、ISO14852、ISO14853、ISO14855-1、ISO14855-2、

ISO15985以及ISO17556。由于试验条件的差别,即便使用相同样品,标准使用者可能也很难比较测

试过程中的生物分解性。这些差别可能是由于堆肥的准备、试验准备方法、试样的形状和/或尺寸等引

起的。相同塑料材料生物分解性能数据的精确比较很难实现,除非精确执行标准中详细规定的条件。
上述标准要达到一致性,一个统一的试验样品制备方法是很重要的。本标准中描述的方法为塑料

材料生物分解试验中试样的制备技术,提供了一种一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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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 材料生物分解试验用样品制备方法

  警示———本标准的应用可能涉及有危险的材料、操作和设备。本标准并不意图解决其使用中可能

相关的所有安全问题。本标准的使用者有责任预先制定适当的安全和健康防护措施,并确定相关标准

限制的适用范围。

1 范围

  本标准描述了用于测试在水介质、活性污泥、堆肥、消化污泥和土壤中的最终有氧和厌氧生物分解

性能用试验样品的制备方法。目的是达到试验样品的尺寸一致性,从而提高制品最终生物分解性能测

试的过程中,试验结果的可重复性。
这些方法适用于以下材料:
———天然和/或合成聚合物、共聚物及它们的混合物;
———含有如增塑剂、颜料等添加剂的塑料材料;
———含有有机或无机填料的塑料复合材料;
———上述材料制成的制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ISO472 塑料术语及定义(Plastics—Vocabulary)

ISO3310-1 试验筛 技术要求和试验 第1部分:金属丝编织网试验筛(Testsieves—Technical
requirementsandtesting—Part1:Testsievesofmetalwirecloth)

ISO14851 水性培养液中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定密闭呼吸计中需氧量的

方法(Determinationoftheultimateaerobicbiodegradabilityofplasticmaterialsinanaqueousmedi-
um—Methodbymeasuringtheoxygendemandinaclosedrespirometer)

ISO14852 水性培养液中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定释放的二氧化碳的方法

(Determinationoftheultimateaerobicbiodegradabilityofplasticmaterialsinanaqueousmedium—

Methodbyanalysisofevolvedcarbondioxide)

ISO14853 塑料 在水性培养液中最终厌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通过测量生物气体产物的方

法(Plastics—Determinationoftheultimateanaerobicbiodegradationofplasticmaterialsinanaqueous
system—Methodbymeasurementofbiogasproduction)

ISO14855-1 受控堆肥条件下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定释放的二氧化碳的

方法 第1部分:通用方法(Determinationoftheultimateaerobicbiodegradabilityofplasticmaterials
undercontrolledcompostingconditions—Methodbyanalysisofevolvedcarbondioxide—Part1:Gen-
eralmethod)

ISO14855-2 受控堆肥条件下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定释放的二氧化碳的

方法 第2部分:用重量分析法测定实验室条件下二氧化碳的释放量(Determinationoftheultimate
aerobicbiodegradabilityofplasticmaterialsundercontrolledcompostingconditions—Methodbyanaly-
sisofevolvedcarbondioxide—Part2:Gravimetricmeasurementofcarbondioxideevolvedinalab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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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y-scaletest)

ISO15985 塑料 在高固体份堆肥条件下最终厌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分析测定释放生

物气体的方法(Plastics—Determinationoftheultimateanaerobicbiodegradationanddisintegrationun-
derhighsolidsanaerobic-digestionconditions—Methodbyanalysisofreleasedbiogas)

ISO17088 可堆肥塑料技术要求(Specificationsforcompostableplastics)
ISO17556 塑料 采用测定密闭呼吸计中需氧量或测定释放的二氧化碳的方法测定土壤中塑料

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Plastics—Determinationoftheultimateaerobicbiodegradabilityof
plasticsmaterialsinsoilbymeasuringtheoxygendemandinarespirometerortheamountofcarbon
dioxideevolved)

3 术语和定义

ISO47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筛子 sieve
规定孔径的丝网。

3.2
块状材料 bulkmaterial
从聚合物制品或制品的零件上取下来的测试材料。
注:块状聚合物测试样品的尺寸约为1cm×1cm×1cm。

3.3
片材 sheet
同长度和宽度相比,厚度较小的薄平面制品。
注:片材的厚度通常为0.5mm到3mm。

3.4
薄膜 film
同长度与宽度相比厚度极小,可随意限定最大厚度的薄而平的制品,通常按卷装提供。
注1:不同国家和不同材料的任意厚度限定可以不同。

注2:薄膜的厚度通常为0.01mm到0.3mm。

3.5
粒料 pellet
在任意规定批内具有较均匀尺寸作模塑或挤出操作用原料的预制模塑小粒。
注:粒料的平均直径范围可以从1mm到5mm。

3.6
颗粒料 granule
采用切割、研磨、粉碎、沉淀和聚合等操作制得的尺寸和形状各异的较小的粒状物。
注1:这些操作中,还会得到粉末状物质;在某些沉淀和聚合过程中,可产生珠状物质。

注2:颗粒料的平均直径范围可以从0.1mm到3mm。

3.7
粉料 powder
尺寸较颗粒料小的、非常细微的颗粒。
注:聚合物粉料颗粒的平均直径范围可以从0.01mm到0.1mm。

3.8
试验材料 testmaterial
在标准生物分解试验测试某一聚合物生物分解性能时,从其所用的试验样品中所取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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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理

本标准中描述的方法,适用于制备在以下环境中进行聚合物材料生物分解试验的试验样品:
———用在ISO14851和ISO14852中的水介质;
———用在ISO14855-1和ISO14855-2中的腐熟堆肥;
———用在ISO14853和ISO15985中的消化污泥;
———用在ISO17556中的实验室规模模拟埋土条件。
本方法为从聚合物粒料到最终产品的试验样品的制备提供一定程度的控制,将样品形状对生物分

解试验结果的影响最小化。
试验材料的生物分解性能数据,应尽量准确和可重复。形成一致的试验数据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使

用规定方法制得的有规定表面积的试验样品,从而提高试验样品与水介质、受控堆肥或消化污泥混合时

的均匀度。用低温机械研磨或切割制备方法,不会改变试验材料的某些物理性质。在制备过程中,应避

免或最小化试验材料结晶度、热历史或热分解等性质的改变。通常认为,当低温机械研磨或切割温度低

于聚合物玻璃化转变温度时,聚合物试验材料的结晶度不会发生改变。
粉末样品的单位质量表面积,可以通过调整粒径来限定,粒径是生物分解试验过程中一个规定的参

数。对于非常细小的颗粒,例如纳米微球,其性质可能会和粒径明显大的微粒不同,这可能会影响样品

的生物分解率和试验结果的可比性。本标准中描述的方法,通过控制粒径,将生物分解试验中样品表面

积变化的影响最小化。

5 试剂

5.1 固体二氧化碳

固体二氧化碳用于冷却和保持样品在机械粉碎的过程中处于低温,不要求分析级。
建议破碎固体二氧化碳的粒径为1mm~10mm。
注:固体二氧化碳俗称干冰。

5.2 液氮

液氮用于冷却和保持样品在机械粉碎的过程中处于低温,不要求分析级。

6 仪器

所有的器皿应完全清洗干净,并确保没有任何有机或毒性物质附着。

6.1 筛子

样品粉料的粒径,通过不同尺寸的筛子去除过大或过小颗粒来控制。本标准使用ISO3310-1中规

定的孔径250μm(60目)和孔径125μm(120目)筛子。

6.2 转子研磨机

该类研磨机配有钝的旋转叶片和一个环筛,可将聚合物粒料、聚合物制品或其他样品机械地磨成

粉料。
为避免刀具堵塞,推荐环筛的最小孔径大于0.5mm。样品粉末的精确再现性,主要依赖于筛子的

尺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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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旋转机械搅拌器

该类搅拌器配有机械旋转叶片,可将聚合物粒料、聚合物制品或其他样品机械地碎成粉料。
推荐使用配有钛合金叶片的旋转机械搅拌器,因为该叶片不会碎裂并污染样品粉末。
也可以使用配有不锈钢叶片的旋转机械搅拌器。

6.4 球磨机

该类研磨机配有一个装有若干金属或陶瓷球的转筒,可将制品磨碎至较小尺寸。
当使用液氮作为内部添加的制冷剂时,密闭的转筒需同时外部冷却,以消除装置内积聚的压力。

6.5 振筛机

建议使用自动振筛机来分离研磨后的试验样品粉末。一个自动筛振动器,可以容纳两个以上的筛,
并且产生比手工用筛更一致的结果。

6.6 显微镜

用于测定研磨后的试验样品(见7.2.3)的粒径分布。光学显微镜或扫描电子显微镜都可以使用,但
是为了容易操作,建议使用配有数码相机的光学显微镜。

7 试验步骤

7.1 粉碎前试验材料的准备和尺寸控制

试验材料应是均质的,且不含有任何杂质。在机械粉碎前,试验材料需使用固体二氧化碳或液氮冷

却5min。如果测试原材料的某些部件过大,应首先将尺寸减小至大约1cm×1cm×1cm。

7.2 粉料/粒料/颗粒料试验材料

7.2.1 机械研磨形成的粉料试验材料

使用转子研磨机、旋转机械搅拌器或其他低温恒温的研磨机,将预先准备的试验材料机械研磨。将

适量的试验材料加入研磨设备,若有通风系统,在内部加入制冷剂;若是密闭系统,则在外部使用制

冷剂。
使用制冷剂时,应采取适当防护,确保操作过程中一直使用所需安全设备,并确保工作场所通风

良好。
确保试验材料保持在其玻璃化转变温度之下,以促使粉末的形成,并且将热老化效应最小化。
实时监控设备内的压力,以探测制冷剂气体可能造成的压力上升。

7.2.2 机械研磨后粉末试验材料的筛分

烘干机械研磨后的试验材料,然后用两个不同孔径大小的筛子,将具有特定尺寸的部分颗粒分离出

来。使用孔径为250μm(60目)和孔径为125μm(120目)的筛子分离颗粒。粉碎后的测试材料,首先

通过孔径250μm(60目)筛子,收集通过的粉末并再使用孔径125μm(120目)筛子筛分,将保留在孔径

125μm(120目)筛子上的部分作为试验样品,丢弃这个过程中前面和后面筛分出的部分。
注:使用配有钛合金叶片的旋转机械研磨机,并采用固体二氧化碳作为制冷剂,得到的典型的聚合物粉末样品参见

附录A中显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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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研磨后试验材料粒径分布的测定

7.2.3.1 通则

至少使用100颗7.2.2中描述方法得到的研磨后的试验材料来测定粒径分布,并记录平均粒径和粒

径分布。

7.2.3.2 显微镜测定粒径分布

研磨后试验材料的粒径分布,可以用显微镜来测定。粒径可以通过数码显微照相技术来测定,可配

合使用适当的图像分析软件,或通过直观视觉观察和测量。
推荐使用显微摄影作为测定方法,因为得到的显微照片可以随时复查。

7.3 薄膜和片材试验材料

薄膜和片材试验样品,直接从原始薄膜和片材制品上切割制备。试验样品的尺寸应为1cm×
1cm,测量并记录试样的平均厚度。

注1:典型的测量尺寸为1cm×1cm的薄膜样品参见附录B。

如果对于试验容器薄膜和片材的尺寸过大,可以按照7.2.1中描述方法进行粉碎。研磨后的粉末

按照7.2.2中描述的方法,将特定尺寸的颗粒分离出来,分离出的粉末样品的粒径分布按照7.2.3中描

述的方法测定。
注2:典型的研磨后的薄膜粉末(尺寸>125μm)的生物分解结果参见附录B。

7.4 制品形状的试验材料

制品形状的试验样品,直接从原始制品切割小块来准备。这些小块的尺寸应不大于1cm×1cm×
1cm,且至少两个方向的尺寸应>0.5cm。

这些从制品上切割得到的小块材料,通过机械研磨(见7.2)得到粉末(粒径为125μm~250μm),
并按照7.2.3中描述方法测量,并记录其粒径分布。

注:典型的由商业塑料制品上切割得到的试验样品以及该样品研磨后得到的粉末参见附录C。

7.5 贮存

如果制备好的试样样品并不直接用于生物分解试验,需将样品小心保存。样品应在低于室温的温

度下避光保存,并避免大气中化学物质的影响。
为保持较低湿度,建议保存在真空干燥器内。

8 计算和结果表示

8.1 粒径分布

当测量试样样品的粒径分布时,应计算和记录其平均粒径、标准偏差及粒径分布曲线。

9 制备的有效性

所有的试验样品需通过目测检查。当试样符合下列条件时,才可认为适合进行生物分解试验:
———制备的试验样品颜色与原材料颜色一致;
———样品内部未发生任何由于热效应产生的变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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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上未观察到任何杂质或污染。
如果上述条件中任意一条无法满足,则按照本标准描述的过程重新制备新的样品。

10 样品制备报告

样品制备报告应列出所有相关资料,至少包括:

a) 本标准编号;

b) 所有标识和描述试验材料所需的资料,比如:有机碳含量、来源、使用年限、生产日期和贮存、处
理和稳定化的细节,以及如果可能的话,材料的名称、组成和特性(例如,分子量、结晶度、熔点

和密度等);

c) 试验材料的形状和尺寸,比如:平均直径(粒料)、平均厚度(薄膜和片材)或最大粒径和最小粒

径(粉料);

d) 所使用的研磨设备、冷却剂的种类和用量以及研磨设备的其他相关信息,比如:设备的容量、所
用叶片的类型或环筛的类型;

e) 所用筛子的种类、筛子振动的次数和频率;

f) 有关试验材料的任何感官观察,如结果、颜色或气味;

g) 试验样品的贮存条件,如温度、湿度和贮存时间;

h) 粉末试验样品的粒径分布及其测定方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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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示例———制备和测试用旋转机械搅拌器研磨粒料得到粉末试验样品

  两种不同材料的粒料,聚乳酸(PLA)和聚己内酯(PCL),使用配有钛合金叶片的旋转机械搅拌器分

别研磨。对每种材料,粒料用固体二氧化碳冷却。研磨进行15个周期,每个周期3min,每个周期之间

有5min间隔,以防止搅拌器电机过热。研磨得到的粉末经干燥,然后使用配有孔径为500μm(30目)
筛子、孔径为250μm(60目)筛子和孔径为125μm(120目)筛子的振筛机分离。至少取100粒颗粒,用
显微镜测量粒径。

表A.1和表A.2分别显示了PLA和PCL粉末每个尺寸范围的占有率和平均直径,平均直径按照

每个颗粒的最大直径计算。显微照片中尺寸小于10μm的小粉末颗粒忽略不计。图A.1和图A.2分

别显示了PLA和PCL粉末的粒径分布,图A.3和图A.4分别显示PLA和PCL粉末的显微照片。

表 A.1 PLA粒料经过搅拌器经45min研磨后用筛子分离(筛分时间15min)的产量情况

粒径范围a/μm 占有率(质量分数)/% 平均粒子直径/μm 标准偏差/μm

0~125 25 60.8 39.7

125~250 25 214.2 64.7

250~500 31 303.9 97.2

>500 19 — —

  a 依照筛子的尺寸分级表示。

表 A.2 PCL粒料经过搅拌器经45min研磨后用筛子分离(筛分时间15min)的产量情况

粒径范围a/μm 占有率(质量分数)/% 平均粒子直径/μm 标准偏差/μm

0~125 35 75.7 40.4

125~250 30 180.7 76.8

250~500 20 297.6 86.5

>500 15 — —

  a 依照筛子的尺寸分级表示。

  PLA粉末和PCL粉末在受控堆肥条件下的生物分解试验,依照ISO14855-2中规定方法在58℃
下进行。采用粒径尺寸不超过20μm的色谱级薄膜的纤维素粉末作为阳性对照。

PLA粉末的生物分解试验结果如图A.5所示,PCL粉末的生物分解试验结果如图A.6所示。如

图A.5所示,纤维素粉末的生物分解率在30d后达到70%,PLA粉末的生物分解率在50d后达到

90%。如图A.6所示,PCL粉末的生物分解率在10d后达到70%。
此外,PCL粉末在水介质中的生物分解试验依照ISO14851中规定方法在25°C下进行,测试结果

如图A.7所示。图A.7中结果所示,不同PCL样品的生物分解率在35d到60d后达到7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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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X ———粒径,μm;

Y ———频率,%。

图 A.1 使用搅拌器研磨并筛分后的PLA粉末的粒径分布

  说明:

X ———粒径,μm;

Y ———频率,%。

图 A.2 使用搅拌器研磨并筛分后的PCL粉末的粒径分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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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图中比例尺为500μm。

图 A.3 PLA粉末的显微照片

  注:图中比例尺为500μm。

图 A.4 PCL粉末的显微照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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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X ———培养时间,d;
Y ———生物分解率,%;
1 ———纤维素粉末;
2 ———PLA粉末。
图 A.5 PLA粉末(平均粒径214.2μm±64.7μm)依照ISO14855-2中规定方法在58℃时
受控堆肥条件下的生物分解试验结果 [纤维素粉末(粒径尺寸<20μm)作为阳性对照]

  说明:
X ———培养时间,d;
Y ———生物分解率,%;
1 ———纤维素粉末;
2 ———PCL粉末。
图 A.6 PCL粉末(平均粒径180.7μm±76.8μm)依照ISO14855-2中规定方法在58℃时
受控堆肥条件下的生物分解试验结果 [纤维素粉末(粒径尺寸<20μm)作为阳性对照]

01

GB/T38787—2020/ISO10210:2012



  说明:

X ———培养时间,d;

Y ———生物分解率,%;

1 ———纤维素粉末;

2 ———PCL粉末,试验样品1;

3 ———PCL粉末,试验样品2;

4 ———PCL粉末,试验样品3。

图 A.7 三份PCL粉末(平均粒径180.7μm±76.8μm)依照ISO14851中规定方法在

25℃时使用密闭呼吸机的生物分解试验结果 [纤维素粉末(粒径尺寸<20μm)作为阳性对照]

11

GB/T38787—2020/ISO10210:2012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示例———制备和测试由PLA薄膜和粒料得到的薄膜和粉末试验样品

  从同一个聚乳酸(PLA)堆肥袋(图B.1),剪下两种尺寸薄膜试验样品,依照ISO14855-2进行生物

分解试验。其中一种试验样品的尺寸为长1cm、宽1cm、厚25μm,另外一种试验样品的尺寸为长

5cm、宽5cm、厚25μm。此外,将薄膜经过研磨和125μm的筛子筛分,制得粒径≥125μm的粉末试

验样品。另外,将PLA粒料经过研磨和筛分,制得粒径范围为125μm~250μm的粉末试验样品。试

验样品在58℃受控堆肥条件下进行生物分解试验。采用粒径尺寸不超过20μm的色谱级薄膜的纤维

素粉末作为阳性对照。
生物分解试验结果如图B.2所示。

图B.1 PLA堆肥袋(左)和从袋上剪下的薄膜试验样品(右)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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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X———培养时间,d;

Y———生物分解率,%;

1———PLA薄膜(1cm×1cm×25μm);

2———PLA粒料得到的粉末(粒径范围125μm~250μm);

3———纤维素粉末;

4———厚度为25μmPLA薄膜得到的粉末(存留在125μm孔径筛子中);

5———PLA薄膜(5cm×5cm×25μm)。

图B.2 PLA薄膜(1cm×1cm×25μm)、较大尺寸PLA薄膜(5cm×5cm×25μm)、研磨后的

PLA薄膜(存留在125μm孔径筛子中的部分,平均粒径183.2μm±21.1μm)和PLA粒料得到的粉末

(粒径范围125μm~250μm,平均粒径214.2μm±64.7μm)依照ISO14855-2中规定方法在58℃
时受控堆肥条件下生物分解试验结果 [纤维素粉末(粒径尺寸<20μm)作为阳性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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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示例———生物分解率曲线

  从一个可回收可堆肥的聚乳酸(PLA)杯子,剪下近似正方形的小片作为试验样品。这些小片的尺

寸约为1cm×1cm×0.15cm(厚度)。此外,将部分杯子上剪下的小片,用旋转叶片搅拌器研磨,并用

60目的筛 子 筛 分,得 到 粉 末 试 验 样 品。这 两 种 试 验 样 品(小 片 和 粉 末),如 图 C.1所 示。依 照

ISO14855-2规定方法在58℃受控堆肥条件下,对PLA试样进行生物分解试验。采用粒径尺寸不超过

20μm的色谱级薄膜的纤维素粉末作为阳性对照。
生物分解试验结果如图C.2所示。PLA粉末和纤维素粉末的生物分解率在90d后达到约90%,

PLA小片的生物分解率在90d后达到70%。

图 C.1 可回收、可堆肥PLA杯,从杯上剪下的小片和这些小片研磨得到的粉末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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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X ———培养时间,d;

Y ———生物分解率,%;

1 ———纤维素粉末;

2 ———PLA小片;

3 ———PLA粉末。

图 C.2 PLA小片(1cm×1cm×0.15cm)和PLA粉末(平均粒径169μm±129μm)
依照ISO14855-2中规定方法在58℃时受控堆肥条件下生物分解试验结果

[纤维素粉末(粒径尺寸<20μm)作为阳性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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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塑料生物分解试验国际标准及相应国家标准中试验材料的形状和尺寸要求

  表D.1列出了在不同塑料生物分解试验国际标准及相应国家标准中试验材料形状和尺寸的具体

要求。

表 D.1 建议试验材料的形状和尺寸

ISO标准号 国标标准号 试验环境 ISO标准名称 试验材料的形状和尺寸

ISO14851 GB/T19276.1 水介质

水性培养液中材料最终需氧

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

定密 闭 呼 吸 计 中 需 氧 量 的

方法

试验材料最好为粉末状,也可以是膜、碎
片、颗粒或成型制品。试验材料的形状会

影响其生物分解能力。如果用不同种类

的材料作比较,最好采用相同的形状。如

果试验材料为粉末或颗粒时,应使用粒径

分布窄的粒子,建议最大粒径为250μm

ISO14852 GB/T19276.2 水介质

水性培养液中材料最终需氧

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

定释放的二氧化碳的方法

同ISO14851(GB/T19276.1)

ISO14855.1 GB/T19277.1 堆肥

受控堆肥条件下材料最终需

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

测定 释 放 的 二 氧 化 碳 的 方

法 第1部分:通用方法

试验材料的型式包括粒状、粉末状、薄膜

或简单形状(比如哑铃型)。每一件试样

的最大表面积大约为2cm×2cm。如果

试样原件超过该尺寸,则应加以减小

ISO14855.2 GB/T19277.2 堆肥

受控堆肥条件下材料最终需

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

测定 释 放 的 二 氧 化 碳 的 方

法 第2部分:用重量分析法

测定实验室条件下二氧化碳

的释放量

试验材料最好为粉末状,也可以是膜、碎
片、颗粒或成型 制 品。建 议 最 大 粒 径 为

250μm

ISO17556 GB/T22047 土壤

土壤中塑料材料最终需氧生

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定

密闭呼吸计中需氧量或测定

释放的二氧化碳的方法

试验材料一般采用粉料的形态,但也可以

采用膜、碎片的形态或成形的物品。如果

不同的塑料材料在相同试验周期内进行

比较时,试验材料应采用相同的形状和形

态。如果试验材料是粉状的形态,那么应

使用粒径分布已知的微粒,建议最大粒径

为250μm。如果试验材料不是粉状形态,

每块试验材料的尺寸不能大于5mm×
5mm

ISO14853 GB/T32106 厌氧

塑料 在水性培养液中最终厌

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通过

测量生物气体产物的方法

试验材料应尽量采用粉料形态

ISO15985 GB/T33797 厌氧

塑料 在高固体份堆肥条件下

最终厌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

定 采用分析测定释放生物气

体的方法

试验材料的型式包括粒状、粉末状、薄膜

或简单形状(比如哑铃型)。每一件试样

的最大表面积大约为2cm×2cm。如果

试样原件超过该尺寸,则应加以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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